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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思维与教育

摘要：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互联网已经成了生活、娱乐、教育的一部分。对于高校来说，了解互联网以及
学生在这种环境下的思想、行为变化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应用互联网思维教育已经成了近几年高校建设发展
的重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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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科技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

我们的生活，其中互联网的革新对人们的生活方式改
变最为突出。互联网对于人们的饮食、出行以及教育
等方面的提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大学生是互联
网使用的主力军，相应的高校校园也成为互联网发展
最集中的区域，不少高校已经通过互联网思维来推动
学生思想教育以及专业水平的发展。实现两者的高度
融合，增强互联网的吸引力，是目前需要解决的最重
要的问题。

互联网在国内的发展经历了很多阶段，根据每个
阶段的特征，可以将互联网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门
户时代、社交时代以及“互联网+”时代。每个时代都有
其特色，每个时代也都影响了当时人们的思考和行为
方式。

门户时代：此时的互联网如同一个幼苗刚刚发
芽，人们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能干什么。这个时期，
搜狐、新浪、腾讯等门户网站给当时的网民提供了大
量的信息，让人足不出户就能了解天下大事，相较于
传统的报纸、电视、短信等媒体，具有迅速、便捷的特
点；同时，如百度贴吧、猫扑、天涯等论坛也如雨后春
笋般开始发展，网络思维、网络文化开始萌芽。

社交时代：此时的网民已经不满于门户网站所提
供的各种信息，希望自己能从聆听者转变为信息的主
导者。在这个时期，以开心网、人人网、微博等社交平
台为代表，人们开始和互联网另一边的人进行沟通，
人们逐渐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微不足道的，每一个网民
的力量都是巨大的；到了后期，微信、QQ、YY等即时聊
天软件也逐渐替代了短信、电话，成了人们沟通的基
本工具。

“互联网+”时代：互联网进入移动互联的时代，最

重要的条件就是智能手机的普及，随时随地地运用手
机上网。这个时期，国内的网民数量也如井喷般迅速
增长，手机上的各式App也层出不穷，人们都成了低头
族。在这个时期，国内互联网的佼佼者是BAT，每个公
司都建立起了自己独立的“生态圈”，其中阿里巴巴和
腾讯的移动支付已经改变了生活，人们已经可以不带
现金走遍全国。“大数据”将商品和服务通过数据的形
式加以分析处理，帮助决策者做出更好的分析；网络
直播、VR技术等，也让我们体会到了不同地方的风俗
人情以及科技的进步带给我们的视觉冲击。

二、互联网环境下学生的言语与行动
互联网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这几个阶段中间的

学生同样也有着属于他们自己的特点。想要将互联网
的思维融入教育中，需要了解真实的学生，了解在互
联网环境下成长的学生的能力、需求、想法、思维模式
以及行动逻辑。

当代的学生更加注重主体性和独立性：在互联网
发展的几十年中，它的理念都是以人为本，将能够带
给人们便利奉为主旨，凸显用户的需求，在这种环境
下成长起来的青年学生也因此更加地注重体验感、满
足感。互联网带给了他们大量的机会，他们不仅仅利
用了机会，更加重要的是他们要表达的是“我要做”，
而不是“要我做”；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们希望能
够主动地参与到网络的各个活动中去，满足自己的需
求，也希望自己能够帮助到他人。

当代学生更加注重话语权和个人影响力：相较于
上代人接受新鲜事物较为低下的情况，年轻人的接受
能力要高得多，于是在互联网这个世界中，说话更多
的是年轻人以及学生。同时，由于学生们刚刚摆脱了
家长的束缚，摆脱了长辈们“要听话”的耳提面命，他
们渴望着自己的言语能够被别人认可，能够在交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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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出自己的想法，他们成长过程中的心路历程也被
互联网上的许多软件———微信朋友圈、QQ空间、微
博、知乎等记录下来。进入到高校以后，相较于以前的
学习氛围，高校校园能够给予他们更多的话语权，学
生有更多的积极性去参与学校、学生的管理，表达自
己的意见，不仅仅对自身发展起到了良好作用，也能
对高校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因此在教育开展的过
程中，需要注意到学生发言权的重要性，意识到他们
也需要得到老师的认可。因此，教育者应该合理进行
规划，给他们提供合理言论的平台，积极采取他们的
建议。

当代学生在互联网中的渴求和盲目：作为目前最
为广泛的获取信息的方式，互联网带给了人们各式各
样的信息，让人们意识到了外面世界的美丽、知识海
洋的浩瀚；因此不少学生通过互联网来获取自己想要
的信息，以前受制于计算机的体积以及网速，人们获
取知识的速度受到了一定的制约。如今，移动互联的
发展让人们随时随地都能够拿出手机，查询时事，获
取信息，有效地利用了“碎片时间”。同时根据“大数
据”，企业公司也会给人们推送各式各样的知识来满
足不同人的好奇心。但是，相较于大学生普遍成年的
年纪，更多的学生仍处于“三观”正在建立的时期，他
们很容易听信网上专家的言论，由于自身的知识不充
足，会对这些专家的资质和专业水平缺乏准确的判
断。所以针对互联网的优势与不足，需要教育者们选
取优秀的内容传播给学生，让他们真正地了解这些优
秀的内容，避免他们出现三分钟热度，认真处理他们
的迷茫、浮躁和动摇的情绪。

三、互联网思维培育学生
对于教育来说，互联网思维就是利用大数据、云

计算等概念，对教育事业进行重新审视，要利用新概
念的技术去解决教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难点。在20世
纪的教育界，受限于当时的教育环境以及教育资源，
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隔阂，比如教育
者对学生、教学内容以及工具把握存在着片面性；随
着互联网的发展，这种隔阂逐渐被消除，教育者与受
教育者之间不断深化了解，互联网的创新发展为丰富
和创新研究方法论带来了巨大的便利。

首先，网络化社会能够极大地丰富教育工作的内
容。网络的全天候贯通、全世界漫游，这些对学校的教
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于网络的自由属性，学

校教育工作的空间和时间也能够得到扩展；不止在教
室，在互联网上都可以成为学校教育工作的阵地，教
师可以随时保持与学生的沟通交流、及时发现问题，
并且能够快速处理各类突发事件……可以说，互联网
时代的学校教育工作已经从课堂内延伸到课堂外，从
校园内延伸到校园外。

其次，网络化能够有力推动教育工作的现代化。
相较于20世纪相对落后的信息传输条件，现在的网络
作为第四媒体，不仅可以传输文字和图片，而且可以
传输声音和影像，这些都极大地丰富了教育工作的内
容，让现代的教育显得更加生动。社会网络化必然充
实工作的内容，即使是在校园网上，只要能够提高网
络信息的整体水平，就可以帮助学生明辨是非，让他
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教育，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
果，只是在保证内容丰富的时候，学校也应该起到监
督教育内容的作用，保证提供给学生的信息都是积极
向上的。

最后，让网络成为学生获取知识、表达心声的平
台。上文提到了，现在的学生对于表达自己内心的需
求在近几年愈发强烈，对于学校的媒资，在平台建设
稳步发展的过程中，除了满足课程教学、资源更新，也
要注重满足学生表达内心的需求。同时面对网络上丰
富而复杂的信息资源，如何引导学生正确看待和合理
利用网络信息是“互联网+”下教育工作的新课题。学
校的互联网平台正是基于“互联网+教育”这个理念不
断建设和完善的，从各个方面向学生提供了健康、丰
富的德育信息资源，为学校德育工作注入了新的活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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